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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材料专业一直以来都以培养材料领域的研究型人

才为教学目标，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

和知识运用能力。高等院校为了顺应国家对教育行业的要求，也

为了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强调把立德树人理念贯彻到各专业的

教育中去。本文将以材料专业中工程材料课程为例，对其教学实

践进行研究，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从而提升高校材料专业的育

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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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材料课程的育人现状

高等院校教育教学活动的主体之一就是教师，所以工程材料

课程的育人功能主要还是通过教师的教学来发挥的，那么从教师

层面上来看工程材料课程的育人现状可总结为以下两点。

第一，教师过分注重学生专业知识的掌握。材料专业课程中

的理论性知识较多，教学任务也相对繁重，所以部分教师就会利

用大篇幅的时间进行工程材料课程中专业理论知识的讲解。为了

保证大部分学生都能掌握工程材料课程的专业知识，教师就会十

分注重学生专业知识的掌握，对学生实践研究能力和动手能力的

关注都较少。因此，高校材料专业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其实验研究

能力就存在脱轨的现象，工程材料课程的育人功能没能得到较好

的发挥。

第二，缺乏立德树人教育理念。高校材料专业教师除了相对

注重学生专业知识的掌握之外，其教学理念也不太完整。教育部

为了提升高校育人质量，特别提出并大力宣扬的立德树人教育理

念没能得到部分材料专业教师的重视。这也就出现了高校学生即

便专业实力较强，但是仍旧称不上高质量人才的现象。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忽视了学生思政意识的培养，缺少对于工程材料课程所

要求的工匠精神和严谨意识等的培养。

高校的一切教育教学活动都是以学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

所以他们的个人学习活动开展方式和学习能力都是影响高校育人

质量的因素。那么从学生层面上来看工程材料课程的育人现状也

可总结为以下两点。

第一，学生忽略了自身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高校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和意识相较于初高中阶段都有了大幅度提升，再加之

材料专业教师对理论知识的重视，他们的理论知识掌握程度相对

较高。但是在立德树人视域下材料专业的育人目标还讲求培养学

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在保证学生掌握材料专业知识的前提下提升

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鉴于此，材料专业学生在一定

程度上忽视了自身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缺乏自主探索意识，常

常囿于教师的教学思维中。由此可见，学生对自身的思想道德素

质提升的意识相对薄弱，对自己缺乏严格要求。

第二，缺乏自我培养行为。缺乏自我培养行为是相对忽略自

身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来说的，指的是材料专业学生在学习活动

中较少开展自主研究行为，较为依赖教师的教学活动。主要表现

为在工程材料课程的教学中，学生按部就班地跟着教师的教学思

路走，教师布置的学习和研究任务也会按时完成。但是，他们仅

仅停留在“完成任务”的阶段，并没有主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以及解决问题，比较缺乏自我培养行为。所以接受工程材料课程

教育的学生还需增加自我培养活动，提升自身的研究能力和实践

能力。

综合而谈，高校材料专业中工程材料课程的育人功能的发挥

离不开教师和学生。那么材料专业教师和学生就需要共同努力以

改变此课程的育人现状，共同提升立德树人教育理念下材料专业

的育人质量。

二、立德树人理念之于工程材料课程教学的意义

工程材料课程是高校材料专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课程中

渗透立德树人教育理念有助于材料专业学生的全面发展。立德树

人理念之于工程材料课程教学的意义也可简单归纳为以下两点。

第一，有助于培养学生严谨的研学态度和工匠精神。高校材

料专业分属于工科类专业，其知识的理论性较强，所以工程材料

课程对学生治学能力要求较高。工程材料课程教材大约可分为三

部分，前两部分多是工程材料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第三部

分多是工程材料学的应用，由此可见，在工程材料课程中需要学

生掌握的理论知识较多。因此在工程材料课程的教学中渗透立德

树人理念是十分必要的，该理念能够辅助教师进行理论知识的传

输，培养学生严谨的研学态度和治学能力；同时也能培养学生在

材料学方面的工匠精神，提升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第二，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水平。工程材料课程

中理论知识占比较大，学生在进行学习时或主动或被动地都会比

较重视理论知识的学习，对自身实验研究能力的重视较少，所以

在工程材料课程中渗透立德树人理念是十分必要的。立德树人理

念以其思政性和全面性促进了材料专业学生的实验研究能力的提

升，深化了他们的全面发展意识，从意识层面上提升了他们的思

想道德水平。

三、促进工程材料课程教学实践改革的有效措施——以工匠

精神为主

（一）以科学史迹为触点，培育创新精神

为培养材料专业学生的工匠精神，教师在进行工程材料课程

教学时可以以科学史迹为触点，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材料

专业教师需要向学生介绍工程材料领域的发展历程以及一些重大

研究成果，使学生充分了解该课程，并在此基础上培养他们的创

新精神。以工程材料教材中材料的工程应用中的航空航天器用材

为例。教师可以以 PPT 课件的形式向学生展示航空航天器从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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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再到发展至今各个阶段的成果，包括在研究中遇到的一些困难、

面临的研究瓶颈等。在展示完航空航天器的发展历程后，学生可

以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古今中外学者们为了人类的航天梦所做出的

努力，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创新精神。教师除了以 PPT 形式进行

科学史迹展示之外，还可以要求学生观看航空航天器的研究成果

直播，比如前段时间神舟十二号航天飞船的发射。材料专业的学

生不仅能够从中感受到航空航天器研究人员的辛劳与伟大，又能

激发研究创新精神，一举两得。

（二）以实践教学为基础，培养精益精神

实践是认识的动力，也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教师就可以以

实践教学为基础来进行工程材料课程的教学，着力培养学生的精

益精神。所谓精益精神是指对事情或事物的一种穷源竟委、知其

然又知其所以然的态度，在工程材料课程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精益

精神就是让他们在研究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和复

合材料时可以具备追本溯源和追求极致的精神。以工程材料教材

中功能材料及新材料一章为例。教师在教学时首先需要让学生了

解何为功能材料和新材料中电、磁、热、光、隐形材料和智能材

料等，在充分掌握相关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实践教学。然后教

师可以让学生以助手身份参与到材料工程的研究中，教师带领学

生在指定的材料研究实验室中进行相关材料功能的研究；或者教

师可以为学生成立一个研究项目，让学生自行报名成立研究小组，

使学生完全负起责任，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精益精神。最后教师

还可以为学生提供相关材料研究类型的实习，让学生真正深入研

究前线，通过切身实践提升学生的研究能力。教师通过实践教学

的方式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学习研究能力，还增强了学生的精益精

神，一举两得。

（三）以人物成就为案例，培育敬业精神

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种职业，没有敬业精神是难以成功的。

为培养材料专业学生的工匠精神，高校教师可以以人物成就为案

例，使学生具备敬业精神。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土木工程材料专

家孙伟教师的成就为例。孙伟教授长期从事土木工程材料领域的

研究，参与了多项技术研究项目，同时也培养出了众位材料领域

的人才。她在研究中坚持带病工作数余次，化疗期间仍不忘修改

学生的毕业论文，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坚持对土木工程建造

材料的研究。教师在讲授工程材料课程时以孙伟教授的成就和事

迹为教学案例，能够让学生了解材料专业研究人员的工作精神，

在专业领域上从不马虎，在人才培养上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再

以中国工程院院士、核材料专家李冠兴的成就为例。李冠兴教授

长期从事核材料领域的研究，在 2001 年组建了一条重水堆核电燃

料元件生产线，为泰山三期核电燃料元件国产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教师在介绍李冠兴教授的成就时能够使学生感受到治学的严谨认

真以及对自身工作的热爱和敬业态度。以材料领域人物成就为教

学案例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让学生了解相关人物的具体事例和成

就，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领会其敬业精神和治学态度，培

养学生相关材料研究中的工匠精神，提升研究和治学质量。

（四）以职业理想为目标，培养专注精神

高校材料专业学生在选择该专业时是受一定的兴趣和职业理

想的支撑的，所以高校教师在进行工程材料课程讲解时，可以以

学生的职业理想为目标，培养他们的专注精神。

所谓以职业理想为目标是指教师在教学中要培养学生坚定的

理想信念和远大的职业理想，使学生明晰自身求学的目的，培养

学生的工匠精神。教师可以搜集学生对材料专业的理解及其职业

目标和理想，掌握学生对材料专业的看法以便有针对性地培养学

生坚定的职业目标。然后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不同认知有针对地

进行教学。比如部分学生不太清晰工程材料课程的教学目的和材

料专业的就业方向，教师就可以先向学生介绍相关课程教学目的，

完善学生的认识，有效避免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敷衍了事的心理，

使学生以更加认真专注的态度对待工程材料课程的学习及材料专

业相关课程的学习。然后教师可以着手向学生渗透材料专业的就

业理念，为学生指明就业方向，这就有效避免了学生由于不明晰

就业方向而草率就业的行为，有助于学生树立远大职业理想，在

工作和学习中持有专注精神，便于学生更好地进行材料专业的学

习及相关领域的工作。

四、结语

工匠精神融于工程材料课程教学是时代的选择，也是学校和

教师的选择。培养材料专业学生的工匠精神是时代的必然选择，

不过将工匠精神更好地融于材料专业教学中还需学校、教师以及

学生自身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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